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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读目录中丛书、多卷书、连续出版物的著录

　　ABSTRACT　 T he app licab le circum stances fo r severa l k inds of de2
scrip t ion listed in A ppendix A of ISBD are exp la ined th rough an app roach

to the descrip t ion of series, m u lt i2vo lum ed book s and seria ls. T he paper

a lso po in ts ou t on an emphat ic basis tha t the standard iza t ion of m ach ine2
readab le data is the decisive facto r to guaran tee data quality and to carry

ou t resou 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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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书目信息是图书馆计算机系统中最

具有保存价值的财富, 和图书本身同为图书

馆业务的物质保障。中国机读目录 (CN 2
M A RC)的推广应用, 有力地促进了国家书

目数据库的建设。在注重信息共享和交流的

今天, 采用标准化的编目格式, 建立标准化、

规范化、高质量的机读书目数据库是图书馆

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书目信息交换与资

源共享的基础。标准化、规范化是图书馆编目

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编目系统生命力所

在。

在编制机读目录中, 虽然有格式、规则可

循, 但由于出版形式的多样化、不规范化, 以

及有些具体情况格式、规则并没有做出规定,

以至造成对一些书的处理上难以把握, 尤其

是对丛书、多卷书、连续出版物的处理。

目前, 丛书、多卷书、连续出版物大有增

长的趋势。由于这类书的内容和出版形式都很

复杂, 因此在著录的处理上有别于单本图书。

这一类的图书又大都以整套形式出现, 既有总

题名, 又有分卷册题名。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

以分册题名做正题名, 将总题名做丛编名分散

著录, 还是以总题名做正题名集中著录, 将分

卷题名著录在内容附注中, 或是以总题名和分

卷题名相结合作为正题名分卷著录, 确实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虽然 ISBD 附录A 中规定

了上述几种著录方法, 但没有具体规定在何种

条件下采用何种著录法, 这就使我们在著录时

有些无所适从。对同一套书的处理, 每个人可

能持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不搞清楚每种方法的

适用条件, 势必会造成对于内容、形式相类似

的图书采用不同的方法著录, 不仅会给编目人

员著录带来困难, 而且直接影响编目质量, 而

编目质量恰恰是自动化和资源共享的关键, 因

而应引起充分重视。

1　丛书的处理

丛书涉及的学科范围广泛, 包含的信息

丰富。所谓丛书, 是在一个总书名下, 汇集多

种单本图书成为一套, 并以编号或无编号的

形式出版的普通图书, 其中每一种书都是一

部完整独立的著作。除丛书、丛刊、丛编称谓

外, 另有文库、书系、精粹、类编、汇刻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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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还有其本身并不包含“丛书”、“丛刊”、

“文库”等特定称谓, 如《战后四大战争》、《C I

教程》、《世界著名侦探小说》等。丛书这种出

版物, 在内容上或围绕一个中心议题, 或者有

某一特定用途与读者对象, 或者有某些共同

特征, 但彼此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每套丛书

最少包括两种以上著作, 多的可有几十种甚

至上百种。丛书的最大特点是每种书除有总

书名之外, 都有单独书名, 且能够与总书名分

开独立。这种情况下采用分散处理比较好, 可

以为读者提供多个检索点, 使读者既可以从

单册书检索到该记录, 又可以从丛书名检索

到该记录, 检索方便直观。分散处理的原则

是: 以每一单册为单位著录, 将分册题名做正

题名, 责任者取分册的著者或编者, 把总题名

及总编者在丛编项反映。主题词、分类号按每

一分册的学科内容给出。如: 总书名为《鲁迅

的艺术世界》, 由解洪祥主编, 共分 3 册, 分别

为《鲁迅的人际艺术》由解洪祥著,《鲁迅的诗

歌艺术》由叶诚生著,《鲁迅的讽刺艺术》由张

学军著。由于分册题名独立, 则按丛书分散处

理。以每一分册为单位著录, 做成 3 条记录。

另外, 有些总题名虽冠以“丛书”两字, 但由于

其分册题名不独立, 不具备丛书的特点, 应按

多卷书处理, 而不宜采用丛书分散处理。例

如:《中国国情丛书》, 共 100 卷, 反映了我国

具有多种代表性的 100 个县市的经济、社会、

政治等方面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分为路南卷、

永安卷、镇宁卷等, 由于分卷题名不独立, 所

以应按多卷书著录。

2　多卷书的处理

多卷书指将一种著作分为若干卷 (册)出

版的普通图书。各分卷在内容上联系密切, 其

中大多数没有分卷题名, 少数有分卷题名。原

则上讲只要无分卷题名, 不管多少卷, 是否一

次性到馆, 都应当作一种书集中处理。如果有

分卷题名, 但分卷题名具有不独立性, 也就是

说当缺少总题名时, 分卷题名不足以被识别,

这是它与丛书各单册的最大区别。对于有分

卷题名的多卷书, 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集

中处理法。当多卷书各卷之间所揭示的文献

内容相似, 无需分别给出主题词、分类号时,

采用集中处理, 可避免记录重复、繁琐, 浪费

计算机存贮空间。集中处理的原则是: 以一套

书为一个单位著录, 取总题名为正题名, 责任

者取总编者, 把各分卷题名著录在 327 内容

附注项中。如有检索意义, 可分别设检索点著

录在 517 其他题名项, 主题、分类均按总书名

内容给出。例如: 总书名为《华夏二十世纪散

文精编》, 由袁鹰编。全书共分 8 卷, 分别为

《感时咏志卷》、《叙事纪实卷》、《抒情遣兴

卷》、《山川风物卷》、《怀人伤逝卷》、《随笔小

品卷》、《文谈书话卷》、《书简日记卷》。由于各

分卷题名不独立, 且该书 8 卷均为 20 世纪中

国散文精选, 主题、分类均相同, 须按多卷书

集中处理法著录, 做成一条记录。另一种为分

卷著录法。当多卷书各卷之间内容有差异, 需

要分别给出主题词、分类号时, 采用分卷著录

法, 更能将各卷的内容直观地反映出来, 为读

者提供更多的检索点。分卷著录法以各卷为

单位著录, 但它与丛书分散著录法是有很大

区别的: 分卷著录的正题名仍取多卷书的总

题名, 责任者项仍取多卷书的总编者, 分卷题

名及分卷责任者著录在正题名及责任者项

后, 主题、分类既按总题名又按分题名内容给

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图片档案实录》由

管辉、苏真主编。全书共分 6 卷:《1941—1945

太平洋》由张湛平等撰写,《1944—1945 欧

洲》由潘朝阳等撰写,《1933—1940 欧洲》由

刘平安等撰写,《1941—1944 苏联ö东欧》由

苏真等撰写,《1940—1943 西欧ö南欧ö北非》

由顾松林等撰写,《1931—1945 中国》由顾松

林等撰写。由于分卷题名不独立, 且各卷内容

有差异, 主题、分类均不同, 应采用分卷著录

法做成 6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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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续出版物的处理

连续出版物指具有统一的题名, 定期或

不定期以连续分册形式出版, 有卷期或年月

标识, 并且计划无限期地连续出版的印刷或

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它与普通图书的区别

在于长时期地连续出版, 包括期刊、报纸、年

度出版物 (年鉴、指南等)以及成系列的报告、

学会会刊、会议录和专著丛书。本文所说的连

续出版物不包括期刊报纸, 专指从图书发行

渠道发行的, 并有 ISBN 号, 是介于书与刊之

间的出版物。属这种性质的连续出版物一般

都是专业性较强, 学科内容较集中, 且以年

鉴、指南、论文集、研究报告等形式出现。这类

书通常是分期分册无限期地连续出版, 如果

分散处理, 会影响它的完整性, 如果按连续出

版物集中做成一条记录, 可反映这类出版物

的整体情况, 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同时避免

记录重复, 节约内存空间。连续出版物著录的

特点是在格式上有别于普通图书, 除在头标

区、100 一般处理数据字段, 215 载体形态项

上有所区别, 并且无 105 图书编码数据字段,

有 110 连续出版物编码数据字段, 207 资料

特殊细节项 (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项) 和

300 馆藏项。标引主题、分类时要给出相应的

主题词与分类号。例如:《民族学研究》一书,

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编, 它是研究中国民族学

的论文集。题名页标明该书为第 11 辑, 通过

查本馆馆藏和结合该书前言部分, 得知该书

自 1981 年开始出版, 已出版了 11 辑, 但出版

周期并不固定, 并且还将继续出版下去, 从而

决定该书按连续出版物著录。

以上对各类出版物的著录, 是本人在编目

实践中的一点体会。在实际工作中, 笔者认为采

用何种方法著录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读

者的角度考虑, 应能充分地揭示文献内容和形

式特征, 以便使读者能够完整地认识文献实体

的本来形式, 同时能满足读者多方位的检索需

求, 能够快速准确地查到所需文献。另一方面从

计算机的角度考虑, 应尽量避免记录冗余, 节省

计算机内存空间。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如果来

的是多辑中的一本, 则要认真判断该书是按普

通图书多卷集中著录, 还是按连续出版物著录。

如果能从书的前言、后序中判断该书将无限期

地连续出版下去, 则按连续出版物著录, 否则以

多卷书集中著录。如果来的是一套书, 既有总题

名, 又有分题名, 是按照丛书分散著录, 还是按

照多卷书集中或分卷著录, 主要的依据在于分

题名是否独立。如果分题名独立, 则按丛书分散

著录。如果分题名不独立, 则按多卷书处理。如

果各分册内容的学科属性一致, 则按多卷书集

中著录, 否则以多卷书分卷著录。但是, 从实际

情况看, 有时分题名的独立性不易确定, 还需结

合题名页, 从版式以及题名的内涵上分析总题

名、分题名, 是更符合丛书的特征, 还是更接近

于多卷书的特点, 从而选取相应的著录方法。值

得注意的是: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著录, 都应考虑

主题、分类与著录的一致性。也就是说, 如果分

题名做正题名, 则主题、分类依分题名内容给

出; 如果总题名做正题名, 则主题、分类依总题

名内容给出; 如果正题名由总题名和分题名共

同组成, 则主题、分类须按总题名、分题名内容

分别给出。如果是连续出版物, 则应给出相应的

主题词与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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